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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所作的

重要判断。文章以调研资料为据，分析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影响，并据此提出

引导农民阶层良性分化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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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

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而农民问题是“三

农”问题的核心。当前，农民阶层分化已经成为不

争的事实，直面和认真审视农民阶层分化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双刃剑”影响，对防范和降低与之

相伴的社会震荡，引导和控制好农民阶层分化，促

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阶层分化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向

影响 

（一）政策“重农固本”驱动强劲，益于现代职业

农民崛起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原初驱动力并

非来自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

国家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开始流向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原来固化的农

民阶层逐渐流动起来并日益形成多元化的阶层结构。 

当前，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

农村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这表明：促使农民阶层

分化的原初驱动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将会成为引

导农民阶层更加良性分化的强劲引擎，尤其在推动

农民职业化发展方面必将释放最大动能。目前，农

民兼业化现象非常普遍，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潜在威胁。因此，亟需“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

队伍”
[1]（P32）

，实施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从提高文化

素质、认知水平和综合能力等方面，加快促进现代

职业农民阶层的崛起，并使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

主导力量，以破解现代农业“后继无人”之忧，进

而为农业产业兴旺提供根本保障。 

（二）目标“向上流动”导向坚定，利于激活农村

发展潜力 

如果说国家政策的变化与调整是中国农民阶层

分化的外在推力的话，那么渴望“向上流动”、提升

生活质量的目标导向则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内生

动力，且这种内生动力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

程加速而日益强大又坚定，农民自发选择多种渠道

改变命运，不仅使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而且将推

动农村社会结构持续分化并向现代化迈进。 

改革开放近 40年来，中国已由生存型国家发展

成为发展型国家，今日之中国农民问题也不再是生

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

断提升农民生存质量和全面发展的问题。从国家层

面来看，党中央自 2004年以来连续 15年发布以“三

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三

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将乡村发展目标表述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大幅度肯定和提升了乡村在国家现

代化发展中的整体价值（叶裕民，2017年）。这一重

大理论创新所释放的重要利好，将为农民阶层打造

更多向上流动的通道，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从农民

自身来看，40 年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得

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城乡间的交流与互动频繁而紧

密，持续发展的社会事业更是大大激发了农民致富

求进、进而向上的欲望，且强烈、坚定、执着。对

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精神文化的向往是激活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果能很好引导，必将进一

步挖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推动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二、农民阶层分化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负向

影响 

（一）经济行为“非农化”趋势明显，危及粮食安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体依然是千家万户的小农，

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了家庭内部人力、

资金、土地等资源的配置，这种配置的直接表现就

是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基于河南省 24县 455户农



 

第 3 期                         薛晴等：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及其应对                           7 

民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呈现出

明显的“非农化”趋势，表明中国未来粮食安全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危机。 

对河南省 414 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显示，种植小

麦、玉米、稻谷传统粮食作物的有 265 户农民，占

比约为 64%，似乎不用担心粮食问题。但在进一步调

查农户种粮的原因时却发现，高达 89.4%的样本农户

认为种粮不划算，之所以仍选择种粮，是为了满足

口粮所需，而糊口之需的粮食生产是不需要投入高

质量劳动力、高科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

长此以往，能否保障全国粮食自给率达到 95%就成了

令人担忧的问题。在生产经营方面，429个样本农户

中有 145户从事非农经营活动，占比约为 33.8%。尚

未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农户中，高达 85.8%的样本农

户表达了进入非农行业的强烈意愿。由此可见，农

民无论是现实收入还是未来意愿，都已经尝到或意

识到非农经营收入远高于传统农业收入的甜头，农

业生产已呈现典型的“副业化”特征，势必影响未

来粮食安全
[2]
。 

（二）政治行为“制度化”转向复杂，影响治理效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提升乡村治理效力。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支撑乡村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

障，农民理性有序的政治行为是提升乡村治理效力

的关键所在。4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极大解放和

发展乡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的同时，也是对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构，也即利

益关系的重构。 

乡村社会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因利益关系的变化

而凸显，表现在农民的政治行为上，即是由利益关

系的变化而唤醒的较为强烈的政治诉求。农民各阶

层要求通过民主参与表达利益的愿望和积极性日益

提高，一方面“村民自治”、“合法抵抗”极大地促

进了乡村政治发展，另一方面一些非制度化的政治

参与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上访、聚众闹事、甚至

冲击国家机关等过激行为，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

发展与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较为直

接的因素应该是我国目前尚不完善的政治诉求表达

制度化渠道。在此情况下，当诉求未得到满足或者

合理回复，就会出现心理失衡或增强社会不公平感，

进而对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怀疑，这

不仅会对乡村政治稳定造成冲击，大大降低乡村治

理效力，而且会直接影响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三）生活行为“区隔化”
[3]
倾向趋重，挑战乡风文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厚植文明乡风。乡风

是传统文化习惯积淀的具体体现，常融入乡村日常

生活指导农民的生活行为。笔者以冀南地区 S 村为

考察对象，进行了为期 15天的驻村调研。调研显示，

面对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的冲击，农

民日常生活行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隔化倾向，势

必给乡风文明建设带来挑战和威胁。 

S村现有人口 2580人，600余户，耕地面积 2300

亩，大部分村民主要靠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为主要

经济来源，人均收入为 5180 元。S 村村民日常生活

行为区隔化的表现以人际交往、恋爱婚姻、生活消

费较为突出。在人际交往方面,村民早已打破了原来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对象群体，而增之

以业缘或学缘等关系的生人对象群体，并在仪式性

人情中以礼金多少建构起远近亲疏的圈层区隔，一

些经济能力较弱的村民逐渐被边缘，甚至无奈退出

交际圈层；在恋爱婚姻方面，冀南地区彩礼“三斤”

（约 15万元左右）或“万紫千红一片绿”（约 20万

元左右）已成为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彩礼畸高的背

后是男女双方家庭地位与收入的充分权衡与计算，

是维系较好社会阶层地位或谋求社会阶层上升的重

要方式;在生活消费方面，家用汽车、住宅、衣饰是

区分 S村村民社会阶层的最明显标志。S村最富裕村

民的家用汽车是 50万元左右，其住宅也是村里最阔

气、装修最豪华的建筑，其衣服和饰品也多为名牌，

与村里普通村民的消费不在一个层次。深植于经济

基础上的生活行为区隔化在村民的社会实践中不断

得到强化，最终必将形塑出各阶层不可跨越的交际

障碍和文化参与门槛，非常不利于乡风文明建设。 

三、引导农民阶层良性分化并促进乡村振兴战

略顺利实施的对策建议 

（一）切实读懂吃透十九大精神，树准乡村振兴“方

向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

命运”。切实读懂吃透十九大精神，是准确而坚定地

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方向的重要前提。只有树准、树

稳乡村振兴“方向标”，才能因地制宜地找到一条适

合地区实际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才能确保乡村振

兴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决贯彻十九大精

神宣讲总要求——切实做好集中宣讲工作，更好把广

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把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准确、生动地传

达到基层群众中去，针对不同农民群体的不同需求，

创新传达方式方法，确保能起到指导实践的实际效

果。如对乡镇基层干部，传达方式可以以大讲堂方

式，也可以以答疑解惑的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

都不能为宣讲而宣讲，而要宣讲与考核相结合，以

考核促进乡镇基层干部理论提升，切实保证党的乡

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践中不走样、不变调、不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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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视农村贫富差距问题，迈好乡村振兴“第

一步” 

方向是行动的指南和力量，在正确方向指引下，

踏实行动则是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迈好“第一步”非常关键。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农村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渐凸显，最主要的表现

是贫富差距问题。华中师法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的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正在逼近 0.4

的国际警戒线，人们对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担

忧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
[4]
。所以，正视

农村贫富差距问题是迈好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农

民阶层分化说到底是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其

核心在贫富差距问题。而当前，贫富差距不容回避

的现状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

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且后者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

实，2014年）。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

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

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

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

堵塞
[5]
，势必成为阻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枷锁。 

（三）调理乡村文化“失调”，筑牢乡村振兴的“根”

和“魂” 

文化是行动的引领。“没有现代化的乡村，就不

会有现代化的中国，而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

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6]
。乡村文化是中国

文化的根柢，是乡村振兴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

然而，在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伴随着拜金主义、贱农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

社会思潮的侵蚀，乡村文化秩序陷入严重的“失调”

窘境，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与生命观、乡

风民俗及道德礼仪等等都处于急剧变化甚至动荡摇

摆之中，亟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乡村文化

建设，摆脱狭隘性的现代化思维，反思城市化、市

场化的功利性方向，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乡村文化，

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学习现代先进文明成

果，建构起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新秩序，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7]（P20）

。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的

核心作用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不断

分化，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对乡村振兴战略而

言，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是基层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念、开拓进取；二是不能一味用传统的行政命令方

式对待群众，而是要用先进理念和民主方式，引导

和带领群众振兴乡村；三是通过公开、公正、公平

的民主方式，用为民服务来赢得群众信任、取得群

众支持，成为村民群众的当家人。只有党组织的核

心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才有坚

强的组织保障，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把农村

建设得更加美好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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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19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first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the Party
，

s 

great judgment from an accurate grasping of social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ouble 

character effect of peasants
，

stratification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guide the peasants
，

healthy strat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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